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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选》

前言

　　2009年夏末秋初，《散文选刊》杂志社着手筹备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选的评选，特聘请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胡平等15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过近半年紧
张、有序的准备工作，经过评审委员会15位评委的初选，经过新浪网、中国作家网两家网站评奖专栏
的筛选，2010年1月，以得票多少为序，评出了40篇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排行榜，前10篇即为2009年
度华文最佳散文。现将40篇佳作编撰成册，以飨读者。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散文名家、文
学评论家、网上散文爱好者集体推选的选本。还要强调的是，这是一本名家点评的选本。陈忠实主席
、胡平主任等文学界的知名权威人士对每篇佳作都进行了点评，他们视角独特，语言精辟，在为广大
读者剖析美文精髓的同时，他们的点评本身就是一篇篇“微型美文”。　　在这里，再一次真诚感谢
中国作家网和新浪网的鼎力支持，再一次感谢各位主任、评委的辛勤劳动。　　谨以此回报近30年来
广大作家和读者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将会继续努力。

Page 2



《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选》

内容概要

《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选》内容简介：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选的评选工作由《散文选刊》主办。
从2008年年底开始，由陈忠实等15位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评委会，并由新浪网、中国作家网百
万网友参与推荐，2010年1月底，按照得票多少为序，评选出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排行榜，共40篇，
前10篇，即为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由陈忠实、胡平等专家对每一篇作品做了见解独到的点评，可
使读者在欣赏美文的同时，轻松得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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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地的语言春日探寻聚源中学从棣花到西安门孔悲哉，上将军我是文坛三○后    ——办选刊当选家陶
偏锋原始森林手记病盆景    ——自然笔记歌声涌动六十年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失帽记诚实与善思二○○八上课记    ——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飘过澳门的身影马可·波罗：纸上的
帝国清明不仅是节日成长的烦恼真人    ——冰心辞世十年祭回归自然回归古典    ——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演讲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爱玛的想象与游戏精神从诺奖得主“没想到”说起小人书：打仗
系列从苍茫归来季老给中国文学留下两道“题目”鲁迅：“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消失门口的土
路影子陕北的山擎天之翼读《给儿子的备忘录》目送(外一篇)木匠父亲四时节序之美    ——“我读《
诗经》”之《七月》中国的“情人节”(外一篇)    ——七夕在乡下坐公共汽车《散文选刊》2009年度
华文最佳散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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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300里。世上的大虫是老虎，长虫是蛇，人
实在是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过我
，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得走七天，一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破坏的草鞋。他原以为三伏天了
，石头烫得要咬手，后来才知道三九天的石头也咬手，不敢摸，一摸皮就粘上了。到我去西安上学的
时候，有了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买票却十分困难，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去县城，成夜在
车站排队购买。班车的窗子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夏天里还能受，冬天里风刮进来，无数的刀子在空
中舞，把火车头帽子的两个帽耳拉下来系好，哈出的气就变成霜，帽檐是白的，眉毛也是白的。时速
至多是40里吧，吭吭唧唧在盘山路上摇晃，头就发昏。不一会有人晕车，前边的人趴在窗口呕吐，风
把脏物又吹到后边窗里，前后便开始叫骂。司机吼一声：甭出声！大家明白夫和妻是荣辱关系，乘客
和司机却是生死关系，出声会影响司机的，立即全不说话。路太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
停下来，不是需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躺着：露出两条腿来。到了秦岭
主峰下，那个地方叫黑龙口，是解手和吃饭的固定点。穿着棉袄棉裤的乘客，一直是插萝卜一样挤在
一起，要下车就都浑身麻木，必须揉腿。我才扳起一条腿来，旁边人说：那是我的腿。我就说：我那
腿呢，我那腿呢？感觉我没了腿。一直挨到天黑，车才能进西安，从车顶上卸下行李了，所有人都在
说：嗨，今日顺到！因为常有车在秦岭上翻了，死了的人在沟里冻硬，用不着抬，像掮椽一样掮上来
。即使自己坐的车没有翻，前边的车出了事故，或者塌方了，那就得在山里没吃没喝冻一夜。　　90
年代初，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相会没有减减速停下，灯眨
一下眼就过去了。过去车少，麦收天沿村庄的公路上，农民都把割下的麦子摊着让碾，狗也跟着撵。
改造后的路不准摊麦了，车经过“刷”的一声，路边的废纸就扇得贴在屋墙上，半会落不下。狼越来
越少了，连野兔也没了，车却黑日白日不停息。各个路边的村子都死过人，是望着车还远着，才穿过
路一半，车却瞬间过来轧住了。棣花几年里有五个人被轧死，村人说这是祭路哩，大工程都要用人祭
哩。以前棣花有两三个司机，在县运输公司开班车，体面荣耀。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提了酒和肉回家
，那毛领棉大衣不穿，披上，风张着好像要上天，沿途的人见了都给笑脸，问候“你回来啦？”就有
人猫腰跟着，偷声换气地乞求明日能不能捎一个人去省城。可现在，公路上啥车都有，连棣花也有人
买了私家车。那一年，我父亲的坟地选在公路边，母亲就说离公路近，太吵吧，风水先生说：这可是
好穴哇，坟前讲究要有水，你瞧，公路现在就是一条大河啊！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
蓝关，就可怜了那个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便觉得我很幸福，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
了。　　过了2000年，开始修铁路。棣花人听说过火车，没见过火车。通车的那天，各家在通知着外
村的亲戚都来，热闹得像过会。中午时分，铁路西边人山人海，火车刚一过来，一人喊：“来了——
”所有人就像喊欢迎口号：“来了来了！”等火车开过去了，一人喊：“走了——”所有人又在喊口
号：“走了走了！”但他们不走，还在敲锣打鼓。十天后我回棣花，邻居的一个老汉神秘地给我说：
“你知道火车过棣花说什么话吗？”我说：“说什么话？”他就学着火车的响声，说：“棣花——不
穷！不穷！不穷不穷，不穷不穷！”我大笑，他也笑，他嘴里的牙脱落了，装了假牙，假牙床子就笑
了出来。　　有了火车，我却没有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那可
是八车道的路面呀，洁净得能晾了凉粉。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传说着那是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
过来的，惊叹着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每到黄昏，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拉着的货物像一连串的山头
在移动，村人有的在唱秦腔，有的在门口咿咿呀呀拉胡琴，火车的鸣笛不是音乐，可一鸣笛把什么声
响都淹没了。火车过后，总有三五一伙端着老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路，过来的车都是白光，过
去的车都是红光，两条光就那么相对地奔流。他们遗憾的是高速路不能横穿，而谁家狗好奇，钻过铁
丝网进去，竞迷糊得只顺着路跑，很快就被轧死了，一摊肉泥粘在路上。我第一回走高速路回棣花，
没有打盹，头还扭来转去看窗外的景色，车就突然停了，司机说：“到了。”我说：“到了？”有些
不相信，但我弟就站在老家门口，他正给我笑哩。我看看表，竟然仅一个半小时。从此，我更喜欢从
西安回棣花了，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我说：“面条吧。”我弟放
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锅，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在好长时间里，我
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
越来越小。但随着312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拉近了，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
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曾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棣花已经成了旅游点，农家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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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馆到处都有。小洋楼一幢一幢盖了，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甚至荒废了十几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
，一间房价由原来的几十元猛增到上万元。以前西安人来，皮鞋印子留在门口，舍不得扫；如今西安
打一个喷嚏，棣花人就问：咱是不是感冒啦？他们啥事都知道，啥想法也都有。而我，更勤地从西安
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车每每经过秦岭，看山峦苍茫，白云弥漫，就
要念那首诗：“啊，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给我一棵树吧，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只要你愿
意嫁我，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　　就在上个月，又得到一个消息，还有一条铁路要从西安经过棣
花，秋季里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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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300里。世上的大虫是老虎，长虫是蛇，人
实在是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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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点评：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评论家)　　孟
波(新浪网副总编评论家)　　胡殷红(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网主编)　　葛一敏(《散文
选刊》主编)　　乔叶(《散文选刊》副主编作家)　　综述：彭学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评论家)　　阿来　　二月河　　梁晓声　　龙应台　　余光中　　迟子建　　阎纲　　周同宾　　余
秋雨　　贾平凹　　王蒙　　陈丹燕　　范曾　　舒乙　　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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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晚上静静的躺在床上看，很多文章非常不错。
2、可能每个人的品味不一样 选的散文很多我都不喜欢 越来越觉得散文不耐品 再加上这套丛书的每篇
文章末尾都有一到两位作家点评 有种评点学生作文的感觉 真心接受不了 本书末尾的综述330页第一段 
应该是“童年”才对 却成了“同年” 又把拼音输入法出卖了 让人更加恶心 标签是丛书的 基本都是单
位办公室里翻出的书 本书也不例外 以后这种书尽量少读 即便是免费的 但如果没有价值 读了是浪费时
间的
3、总算读完了。有些文章确实不错，值得一读。
4、散文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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